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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字部件与英文字母的认知对应关系

韩布新 林仲贤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要 首先讨论了汉宇部件和英文字母在文字学和形体特征上的六方面共同点及其在语言认知

方面和文字发展史上的相似作用
’

其次指出英文字母与汉字笔画的非对应关系 最后通过分析两

者的一些不同点
,

说明尽管从形体结构和语言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
,

汉字部件与英文字母存在着

一种认知对应关系
,

但并不能将两者硬性地等同类比
。

关链词 部件 字母 认知对应

前 言

汉语和英语的书面文字均可划分出一定的结构层次
,

从知觉过程中的整体和局部加工之关系
出发

,

比较文字结构层次在认知意义上的相对应关系
,

可以劳中
、

英文各自研究 比如文字信息的阅

读
、

自动化处理等 领域内有关研究结论的类推提供逻辑上的依据
。

分析部件作用
,

必将成为汉字 尤其是手写体 机器识别研究的突破 口
。

因为在该领域的研究

一直 以 所倡导的视觉计算理论为指导思想
,

目前遇座口不少困难图
。

人类对于视觉 图形 的识

别
,

到底是采用 自下而上的分析计算一表征处理方法
,

还是采用 自上而下的整体表征方式
,

即字形

的整体和局部信息在识别中的相对作用
,

是争议的关键所在
。

部件作为字形结构的中间层次
,

在整

体和局部之间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 同时它作为一种可能为许多汉字所共有的结构元素
,

是联

结个别汉字与整体汉字集合的桥梁
,

在无字库汉字系统的研制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

故此
,

本文从

以下几个方面讨论了汉
、

英文字结构体系的基本单位 —汉字部件与英文字母在语言认知中的关

系
。

汉字部件与英文字母的认知对应

在两种文字结构系统中有一些相似特征

汉语和英语书写文字的形成历史很不相同
,

但在结构层次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

如表 所示
。

表

中
“

笔画
”

是指下笔后按一定方向连续写成的笔迹
,

以提笔处为终点
。

比如汉字中的
“ 、 、

一
、

少
”
和

英语中的
“ 。、 ” 。 “

部件
”
是汉字中反复出现的

、

并能分割出来的有固定形体的笔画组合块
,

比如
“ 、

「 ”

等
。 “ 笔画 或部件 组合

”

是笔画 或部件 以相离
、

相接或相交等连接方式形成组合关系
,

如
“
八

、

日
、

相
、

王
、

末
”

等〔, , 。

表 中英文书写文字的结构层次

汉字 英文

汉字或词 单词 加

部件组合 。 。 。 字母串
‘

部件 字母

笔画组合 笔画组合

笔画 笔画 ,

根据表 所列情况
,

不难看出在文字学上部件和字母丫 以下六个方面的共同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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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小于整字 单词
、

大于笔画的一个结构层次
。

是单字的最小不可切分单位
,

但均可以一定数 目形成具有独立意义的语言单位或可构成其

它字的
、

有一定出现次数的组块
。

在字母串与部件组合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
,

因为它们有四个共同

点 ①在字符集合中
’

的存在受约定俗成 的规则制约 ②可 以有一定 的意 义
,

比如英文单词 中的
“ ”

前缀表示否定意义
,

而汉字中含有
“
了

”

部件的多表示与水有关的事物 ③与字的界限不明确

—可以是成字
,

也可以是成字的一部分
,

如
“

相
”
和“ 、 ”

等 ④在成字中可处于不同的位置
。

但是部件组合和字母组合同时又有不同点
。

字母串是一维线性排列
,

字母间相对位置只有前
、

中
、

后的离散型连接关系 而部件组合则是二维的
,

部件间有相离和相接甚至相交型相接关系
,

其位

置关系可以是上下或左右型
,

也可以是混合型的
。

部件或字母总数远远小于单字 词 的数 目
。

英语有 个字母
,

而《新英汉词典 》 年

月增补本 收词 万多 《 , 〕收词则达 万以上
,

英

文一般交流用词也有一万左右
。

汉字部件数 目随汉字集合大小而变化
,

但部件总数约是汉字总效的

。一
。

汉字总数在 万以上川
,

现代汉语书面用字总数不到一万
。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

集 —基本集 》 一 仅收入了 个汉字
。

这些汉字包含了 个部件 〔, 〕。

由于汉字 中

绝大多数为形声字
,

还有一部分会意字 所以部件在音
、

义方面的作用要 比字母突出
。

按约定俗成的发音 、词义和连缀等规则组成整字
。

一 个部件的汉字最多 一 个字母的英文单词最多
。

旧 文假名
、

朝鲜文
、

越南文等的字母均 由汉字部件形变而来
,

说明汉字部件可蜕变为拼音文

字的字母
。

这是汉字部件和英文字母相对应的例证
。

如表 所示
。

表 亚洲几种语言文字与汉字的渊源关系

语言 字母名称 创建年代

日文 平
、

片假名各 个 世纪后

字母举例及发音 构成字 词 的方法

南〔 」
、

力 〔 〕

朝鲜文 颜文字母 个 年创制
, 、

〔〕咔〔。 〕

年重订

“

安
”
的草体

、 “
加 ”

的左偏旁 拼

写时从左至右书写成字

与
“ 人 ”

字
、 ’‘

衬
”
部件形近

拼写时由字母组成方块字

古越南文 字喃 世纪后 福 全 〔 八 」借用汉字造字方法构成方块字

在文字阅读理解时存在认知对应关系

认知心理学关于字词识别研究的结果表明英文字母与汉字部件有相似的认知作用 —局部特

征对整体知觉存在一定的影响
,

这种影响同时受到整体特征的制约
。

等曾在词汇决策和再

认任务中使用含有不同数 目字母的单词为刺激
,

发现在一定范围内
,

增加一个字母则平均要增加

时间来读出它
。

因此字母是词的知觉单位
,

词的认知要 以字母的认知为中介
。

提出

书面形式词的认知加工包括字母和词两种水平的分析 其一是字母图式之间的相互激活 其二是竞

争的词汇图式需要寻找其内部的字母信息以使它的组成部分具体化 〔, 〕。 。 等研究发现字母和字

母串的频度是单词识别的单调递增 函数
。

在研究字母视觉特征时
,

曾提出分析字母特征的

四项标准 ①用与区别比较的关键特征 只 出现在一些字母中
,

另一些字母则没有 ②对特征的辨认

不受明度
、

大小
、

透视条件变化的影响 ③这些特征使得每个字母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形体外观 ④特

征数量是有限的
,

相对较少
。

这些标准可类推于分析部件
。

关于汉字识别的研究发现
,

部件频率和部件组合频率作为一种局部属性
,

对于整字识别有干扰

和易化两类趋势不同的作用
。

这种作用同刺激字的呈现方式有关
‘

整字呈现时
,

位于左边或上部的

局部熟悉性有助于整字识别
,

表现出对于整字识别的易化作用 位于右边或下部的局部熟悉性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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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字的智觉加工表现 出干扰作用
。

部件频率和部件组合频率的作用受整字属性
,

特别是整字频率的

影响
。

在文字发展只上
,

字母和部件的作用相似

各种古文字的前身是图画文字
,

原始的象形文字都来 自这种复制客观事物的图画文字
。

在拉丁

语系中
,

象形字发展成了一个个字母 而在汉藏语系中
,

一部分象形字则形成了独体字
。

以描摹词所

反映事物为基础
,

以图象的各种灵 活运用 为手段构成 了“

表意文字
”

体系 〕 一 的

个汉字中共有独体字 个
,

构成了 个部件的主要部分
。

英文字母与汉字笔画不对应

字母和笔划的视觉特征复杂性不同
,

在对两者进行加工时
,

知觉深度不应处在一个水平上
。

笔

画书写时只有一个起点和落点
,

一笔到底 而字母大多数有多个起点
、

落点
、 、 、 、 、 、

等

除外
,

大写尤其如此
,

由点
、

直线
、

曲线相交
、

相连或组合而成
,

这与部件的组成特征更相近
。

再者
,

笔画数与汉字总数的比率要 比字母数与英文单词数的比率小
。

不能等同类比

部件和字母虽然存在着认知对应关系
,

却并非完全等同
,

因为它们在以下几方面不 同 ①字母

组成单词是一维线性排列
,

而部件组成汉字则排列在二维方块空间 ②视觉复杂性不同 部件可拆

分出数个笔画 字母则线条简单
,

数 目有限 ③部件与字 或笔画 的分界不清
,

比如成字部件 ④字

母都有固定读音 少数部件不能音读 ⑤字母有大小写之分
。

结语

总之
,

汉字部件和英文字母在字词识别中的作用和地位有许多共同点
,

有认知对应关系
。

将两

者作这样的匹配 比其它匹配更合理些
。

数百个部件或 个字母作为基本结构单元
,

构成了数以万

计的汉字或单词
。

在现代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中
,

两种语言出现了差距 —汉字信息的计算机处理 已

经实现
,

但在输入
、

识别等方面还存在相当的障碍
。

这种差距原因何在 要解决这个问题
,

是于着眼

机器系统原理的改进 比如搞中文计算机
,

还是在 比较人类阅读
、

学习和利用各种不同语言系统的

规律中寻找答案 诸如此类的问题
,

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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